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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多年来郭金彬教授在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领域车勤耕耘，成绩斐然，他的《中国科学百年风云——
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论》(1991年)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1993年)二书相互辉映，在国内外产
生了不小的影响。
近年来他在厦门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与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徐梦秋教授合作，组织
编写《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批书稿即将付印，真是可喜可贺。
从已有的书稿内容来看，我觉得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会把中国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郭金彬、孔国平著)、《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詹石窗著》、《中国技术思
想史论》(王前著)、《中国现代科学思潮》(李醒民著)、《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周昌忠著)、《
管子的科技思想》(乐爱国著)、《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技》(刘兵著)⋯⋯从这些书名和作者就可
以窥见这套丛书的阵容和水平了。
这批作者都是对他们所写的专题深有钻研的专家，而且题目分布面很广，几乎涵盖了中国科技思想史
的方方面面。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我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的报告。
这篇报告后来提炼成“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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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之一，是国内第一部从古籍史部政书类中提炼和研究科技思想的学
术专著。
它从天文、数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化学、地理以及建筑、纺织、铸造、造船、航海、科技交流
等方面，梳理和研究《唐会要》中的科技思想。
本书史论结合，采用的资料经过严格考据，可靠性强；学术观点独到，科学性强。
    本书可供对中国科技史、科学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历史学、社会学
等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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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保护思想的发展    六、对微生物认识和利用的成就  第三节　医药学思想研究    一、医事制
度的完备    二、医学教育机构的完善    三、公共医药制度的建立    四、医学典籍的编撰    五、临床诊疗
医学的进步    六、药物学的成就    七、医学理论兴趣的增长    八、中外医学交流    九、宗教对医学的影
响第三章　《唐会要》物理、化学思想研究  第一节　物理学思想研究    一、力学研究的进展    二、光
学研究的特色    三、声学领域的研究    四、磁学领域研究之特色    五、热学研究的开展  第二节　化学
思想研究    一、对金丹术化学的认识    二、对本草学中化学知识的认识    三、推动酿造化学的进步    四
、推进造纸技术和印刷术的发展第四章　《唐会要》建筑、纺织和铸造思想研究  第一节　建筑思想
研究    一、宫殿和都城布局的特点    二、住宅建筑的特色    三、陵墓的建筑思想    四、寺、塔建筑之特
色    五、桥梁的建筑思想    六、园林建筑的思想精粹  第二节　纺织思想研究    一、加强国家对纺织品
生产的管理    二、丝织品种的丰富    三、力求纺织工艺技术的完善    四、纺织品的交流  第三节　铸造
思想研究    一、推进金属手工业的发展    二、促进传统铸造工艺的发展    三、提高有色金属的加工工
艺第五章　《唐会要》造船、航海和地理思想研究  第一节　造船和航海思想研究    一、造船思想研究
   二、航海思想研究  第二节　地理思想研究    一、以“经”配“图”的思想    二、提高地图制造水平   
三、勘探和记述黄河源    四、留心对自然灾害的记录    五、野外考察促进对地理知识的掌握第六章　
其他  第一节　对《唐会要》科技思想的整体考察  第二节　《唐会要》少数民族科技思想研究  第三节
　《唐会要》科技交流思想研究第七章　中国古代科技鼎盛时期的前朝积淀  第一节　内在论观点和
外在论观点  第二节　文化背景    一、社会物质条件丰富之后向文化建设的积极投入    二、在繁荣物质
贸易的同时加强文化交流  第三节　政权干预    一、机构的建制    二、政策的干预  第四节　习惯和方
法第八章　文献与科学知识的增长  第一节　文献与知识进化    一、知识及其载体    二、知识的进化  
　三、文献与知识进化  第二节　文献的搜集、积累、研究与科学知识的增长    一、科学淘汰和科学汲
取    二、思想产生思想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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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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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歌德曾说：“科学的历史本身是一门科学。
如果不承认我们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就不能清楚地了解科学的现状。
”我喜欢历史，尤其酷爱科技思想史。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
这部书稿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和帮助。
厦门大学的詹石窗教授、潘世墨教授、陈嘉明教授、陈墀城教授、陈喜乐教授、曹志平教授、乐爱国
教授、欧阳锋副教授、贺威副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醒民教授、王大明教授，大连理工
大学的王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周瀚光教授，都给我悉心指导，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我的父母及我的爱人，为我的事业默默无闻地作出许多奉献，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
感谢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感谢文库的主编郭金彬教授、徐梦秋教授，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
了大量的工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此书错误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加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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